
根據國發會於2020年8月發表的人口推估報告，預估2025年台灣就會進入進入

超高齡社會，也就是指每5人中有1位會是65歲以上高齡者。到了2034年，全國一半

以上都是中高齡、超過50歲。2019年爆發新冠病毒，疫情期間願意生小孩的人只減

不增，台灣社會的老化速度可能會比預期還要快。 

高齡者送餐服務的重點是在延緩老化，期待從飲食改善健康便能延遲臥床或進

入照護階段的時間，雖然也有學者批判過度介入會造成高齡者退化，但筆者認為將

料理的準備時間用以社交或是發展新的興趣一樣可以保持高齡者身體機能，且研究

也指出搭配送餐員關懷。 

本文主要討論了為減少與老齡化相關的經濟負擔，有什麼值得嘗試的面相。 

首先透過閱讀文獻研究了解高齡化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高齡化對社會財政的

最重、主要的負面影響是高昂的醫療費用。期待以提高健康壽命、減少臥床時間解

決邁入高齡其後高額的醫療費用。 

日本老年醫學會從2018年開始有一促進老年醫學以支持實現健康長壽的 5 年

計劃，其中計畫的一大要點就是推動在宅療養，保障食物是在宅療養的一個主要問

題。 

台灣老年人營養不良的盛行率正在增加。營養不良會造成身體功能下降、肌肉

量減少、骨量下降、貧血、認知功能退化等。營養素的攝取不足，會直接增加老年

人罹患疾病與死亡的風險。此外，高齡者之身體機能的限制會增加營養不良的風

險，例如取得、製作食物。為了延長高齡者的健康壽命，並為他們提供更高的生活

質量，作者參閱文獻，提出了為高齡者提供送餐服務一提案，希望以此達成改善他

們的飲食習慣已達常延長健康壽命、降低醫療費用的目標。 

本文中筆者比較了台灣和日本的高齡者送餐服務，特別是送餐的方法和類型，

價格和支付方式，以及服務對象幾點。台灣和日本的高齡者送餐服務各有優劣，希

望透過借鑒日本行之有年的高齡者送餐服務經驗，吸取優點，必加以改進缺點。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未來台灣的高齡者送餐服務市場有望擴大，但目前因外食

的普及以及台灣長者對家人的依賴性使得此項服務仍無法普及。 

通過本次研究並考慮到台灣高齡化的現狀和日本對於高齡者送餐服務的各種政

策與實際執行先例，我們可以發現這種服務的商業模式具有一定的商業價值，並可

以為台灣的老齡化社會做出重大貢獻。大量數據研究證明年內台灣在面對高齡化、

超高齡化發展的過程會衍生許多難題等待我們去解決，作者期待可以看見高齡者送

餐服務的普及與廣泛運用可以對此議題有所改善。高齡者送餐服務在台灣地區本土

化的可行度與前瞻性將會是未來研究方向重點之一。 


